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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昆仑库科西鲁克多金属矿集区地质特征


黄建国，崔春龙，李文杰，朱余银
（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１０）

摘　要　在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中，发现西昆仑库科西鲁克一带有数个矿（床）点，涉及的矿种较多，有金、

银、铜、铅锌、钼、钨和铁等。这些矿（床）点受区域性成矿断裂———库科西鲁克断裂的控制，分布在岩体边缘接触带的

元古界—古生界变质岩中，分布区呈带状展布且较为集中，长约１４ｋｍ，宽约６ｋｍ，包含２个矿床和６个矿点，构成了

一个多金属矿集区，具有较好大中型多金属矿床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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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西昆仑山处于海槽盆地演化多变、岩浆岩

类型多样和变质作用及地质构造演化复杂多变的特

殊地质环境中，因此，该区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

源。西昆仑山北坡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工作条件艰

苦，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开展很少或较为粗糙。２００７

年笔者在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的过程中，总结

和研究了调查区的成矿地质背景、成矿地质条件及

成矿地质作用，通过遥感解译、矿产地质调查、地球

化学普查等实用找矿手段，运用了综合信息矿产资

源评价方法和地质异常等新理论、新方法，发现新疆

西昆仑库科西鲁克一带有数个具有一定工业价值的

多金属矿床（点）。这些矿床（点）涉及到的矿种及类

型较多，分布呈带状且较为集中，可构成一个多金属

矿集区。

 本文得到“新疆阿克陶县恰尔隆一带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ＸＪＱＤＺ２００６１８）”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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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背景

西昆仑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北缘和塔里木盆地

西南缘的结合部位，构造上处于古亚洲构造域和特提

斯构造域的结合部，属于祁连—秦岭—昆仑构造域的

组成部分，由北向南可分为多个构造单元（杜玉良等，

２００３；潘裕生，１９９０；曲国胜等，１９９９；董永观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库科西鲁克多金属矿集区位于西昆仑北缘古生

代岛弧带内。该带北以盖孜—库斯拉甫断裂为界与

塔里木—华北大陆分界。东以红山断裂控制着昆仑

山带与塔里木盆地的分界。盖孜—库斯拉甫断裂以

南为西昆仑重要的构造岩浆多金属成矿带，颇受地学

界关注。

区域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和古生界（图

１，实测）。中元古界长城系赛图拉岩群（Ｃｈ狊狋）主要

岩性特征为灰黑色斜长角闪片岩、石榴云母片岩及

云母片岩，中部为灰白色及深灰色厚层块状大理

岩，厚度约为２７５０ｍ。古生界奥陶系志留系（ＯＳ）

主要岩性特征为深灰色黑云母石英千枚岩及碳酸盐

化石英砂岩和结晶灰岩。在岩体边缘或残留顶盖部

位，多变质为片岩、边缘混合岩夹大理岩或透灰石矽

卡岩等，厚度大于６００ｍ。

区域内主要发育４期岩体（图１），从老到新分别

为：①青白口纪花岗岩，主要为浅灰色粗粒黑云母片麻

状花岗岩，以岩基形式侵位于长城系中；②志留纪—泥

盆纪闪长岩，主要为浅灰深灰色片理化闪长岩，以岩株

形式侵位于奥陶系—志留系中；③二叠纪—三叠纪闪长

岩，为麻灰浅灰色似斑状粗中粒蚀变闪长岩；④侏罗

纪—白垩纪花岗岩，为浅灰色似斑状中细粒花岗岩。

区域内断裂较为发育，主要呈ＳＮ向或ＮＮＥ向展

布，其中规模较大的为库科西鲁克断裂（Ｆ１）。该断裂

两侧分布有较多侵入岩、矿床（点），表明该断裂对区

域内岩体和矿床（点）有控制作用（图１）。库科西鲁克

断裂（Ｆ１）呈现为由西往东逆冲，断面往西陡倾，倾角

大多在６０～８０°之间。该断裂控制了角闪变质岩相

（长城系）和低绿片岩相（奥陶系—志留系）的分界，并

对成矿分带控制明显，即断裂西侧为黑矿（磁铁矿、钼

矿及铅锌矿）带，东侧为金铜多金属成矿带。

２　矿集区地质特征

２．１　矿床（点）特征

矿集区内矿种齐全、矿床（点）繁多。矿种包括

金、银、铜、铅锌、钼、钨和铁等。已发现８个矿床

（点）。分别简述如下：

（１）库科西鲁克钼矿床

矿床赋存在长城系赛图拉岩群下岩组（Ｃｈ狊狋１）

透辉石矽卡岩中。矿床之西约８０ｍ处有青白口纪

片麻状花岗岩呈岩基状侵入（图１）。该矿工业类型

为矽卡岩型，矿化富集与近南北向的次级断裂关系

密切，成矿地质条件非常有利，属高品位矿床。目前

矿床在地表由３个矿体组成，最大者长５０～７０ｍ，宽

约１０ｍ，厚度为３～５ｍ。矿体呈透镜状、似层状和

扁豆状。矿石以原生矿为主，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辉钼矿、黄铜矿和褐铁矿等。辉钼矿呈团块状、

斑点状、星点状或细脉浸染状分布，矿化不均匀，局

部富集，有１个探槽控制。脉石矿物有石英和方解

石。围岩蚀变主要有透辉石矽卡岩化、钾化、硅化和

黄铁矿化。据矿山资料，一般钼品位为０．０３％～

５％，平均为２％，规模可达小型矿床。探槽中笔者刻

槽采样３件，经国土资源部成都矿产资源监督检测

中心化验，钼品位为０．０１７％～１．７９％，伴生组分中

铜（狑Ｃｕ）为（６４．８～４１８）×１０
－６，狑Ｐｂ为（３３．９～６３．８）

×１０－６，狑Ｚｎ最高可达２１８×１０
－６，铜和锌有一定的矿

化富集，而且在矿床之北约０．５ｋｍ处的岩石破碎带

中发现了孔雀石化。

（２）库尔尕斯金铜多金属矿点

矿点赋存在志留纪泥盆纪闪长岩一凸起的舌

形外接触带的奥陶纪—志留纪角岩中（图１）。据探

槽工程控制，矿点目前有１个矿体组成，该矿体长约

５０ｍ，厚４～５ｍ。矿体呈脉带形。矿石以原生矿为

主，地表主要为氧化矿。据镜下观察，矿石矿物主要

有黄铁矿、黄铜矿、辉银矿、闪锌矿、辉钨矿、磁铁矿、

孔雀石和蓝铜矿等。脉石矿物为石英和方解石。围

岩蚀变有角岩化、碳酸盐化和绿帘石化。笔者在探

槽中连续刻槽采样１３件，经国土资源部成都矿产资

源监督检测中心化验，有用组分中金品位为（０．３～

２．７２）×１０－６，铜为０．１２％～５．９９％，银为（１．１６～

２１．４）×１０－６，锌为０．２８％～２．９４％，钨为０．０５％～

０．１１％及铁为６．５％～３１．８％。

（３）乌土热可比克铜矿点

矿点赋存在长城系赛图拉岩群下岩组褐铁矿

化、次生铜矿（孔雀石）化的石英片岩中，在矿点西约

１５０ｍ处青白口纪片麻状花岗岩呈岩基状侵入（图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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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昆仑库科西鲁克多金属矿集区地质简图（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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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据初步调查，地表有１个矿体，长约１０ｍ，厚１

～２ｍ。矿体主要呈层状。矿石以氧化矿为主，矿石

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和孔雀石等，主要呈浸染状沿

片岩层理及裂隙充填，在褶曲处较富集。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拣块采样 ３ 件，经化验铜品位为

０．１２％～１％。

（４）叶斯塔什银铜多金属矿点

矿点赋存于长城系赛图拉岩群下岩组石英片岩

中，矿点之西约１００ｍ处青白口纪片麻状花岗岩呈

岩基侵入（图１）。据探槽工程控制，地表见２个矿

体，两者相距约３００ｍ，较大者长约１００ｍ，厚度为

０．２～０．５ｍ。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沿层理及裂

隙分布。矿石以原生矿为主。矿石矿物有黄铁矿、

黄铜矿、辉银矿和孔雀石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探槽中刻槽采样１０件，经化验，有用组分中银品位

为（２．３６～９２．４）×１０
－６，铜为０．０３％～１．９９％，铅为

０．０２％～０．４１％，锌为０．０２％～０．０９％。

（５）孜里日尔金矿点

矿体产于长城系赛图拉岩群上岩组和中岩组的

接触带中，赋矿岩石主要为薄中层状褐铁矿化、黄

钾铁矾化石英片岩。矿体地表破碎强烈，后期热液

蚀变以硫化、褐铁矿化、黄钾铁矾化为主。据探槽工

程控制，地表有１个矿体，长约２０～３０ｍ，厚度１～２

ｍ。矿体形态为透镜状和似层状。矿石矿物有黄铁

矿和褐铁矿。脉石矿物为石英。拣块采样３件，经

化验金品位为（０．１～０．５）×１０
－６。

表１　西昆仑库科西鲁克矿集区各矿床（点）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狅狉犲犱犲狆狅狊犻狋狊（狊狆狅狋狊）犻狀狋犺犲犓狌犽犲狓犻犾狌犽犲狆狅犾狔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狅狉犲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犠犲狊狋犓狌狀犾狌狀

矿床序号 矿（床）点名称 产出位置 常见金属矿物 矿体形态 矿床类型

１ 库科西鲁克钼矿床 与花岗岩接触的矽卡岩中 黄铁矿、辉钼矿 透镜状、似层状 矽卡岩型

２ 库尔尕斯金铜矿点 与闪长岩接触的破碎带角岩中 黄铁矿、黄铜矿 脉带形 热液期后破碎带蚀变岩型

３ 乌土热可比克铜矿点 与花岗岩接触的石英片岩中 黄铁矿、黄铜矿 层状 热液型

４ 叶斯塔什银铜矿点 与花岗岩接触的石英片岩中 黄铁矿、黄铜矿、辉银矿 层状、似层状 热液型

５ 孜里日尔金矿矿点 与大理岩接触的石英片岩中 黄铁矿 透镜状和似层状 热液型

６ 库科西鲁克铅锌矿床 围岩为大理岩 方铅矿、闪锌矿 似层状 碳酸盐＋层控型

７ 克英勒克水晶矿点 大理岩石英脉洞中 白水晶 脉状 热液石英脉型

８ 克英勒克铁铜矿点 与闪长岩接触的大理岩中 磁铁矿、黄铜矿 鸡窝状、似层状 矽卡岩型

（６）库科西鲁克铅锌矿床

矿床赋存于长城系赛图拉岩群中岩组大理岩中。

据地质勘探，矿床主要由３个矿体组成，最大者长５００

ｍ以上，厚度为１～３ｍ，平均厚１．５ｍ左右。矿体以

似层状为主。矿石呈块状、浸染状、网脉状和角砾状。

以原生矿为主，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

矿、褐铁矿和孔雀石等。脉石矿物为石英和方解石。

一般Ｐｂ＋Ｚｎ品位为１０％～３０％（崔春龙等，２００８）。

（７）克英勒克水晶矿点

矿点赋存于长城系赛图拉岩群中岩组大理岩

中。目前由２个矿体组成，较大者长约４ｍ，宽约２

ｍ。水晶属白水晶类，利用价值不高。

（８）克英勒克铁铜矿点

矿点赋存在与二叠纪—三叠纪闪长岩接触的长

城系赛图拉岩群中岩组大理岩中。据探槽工程控

制，地表见２个矿体，较大者长近３ｍ，宽０．６～１．７４

ｍ。矿体呈鸡窝状、似层状等。以原生矿为主，矿石

矿物主要有磁铁矿、黄铜矿、褐铁矿和孔雀石等。脉

石矿物为石英和方解石。一般铁品位为４１．８３％～

４５．７８％及铜为０．７％～１．５３％。

２．２　矿床类型特征

矿床类型对矿床成因、矿山规模和勘查等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从矿床（点）的主要成矿地质特征、

常见金属矿物和矿体形态等特征入手，可初步判定

矿集区内各矿床（点）的矿床类型（见表１）。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矿集区内矿床类型多样，但总体上以热

液型为主，这种类型可能与周围大面积分布的中酸

性侵入岩有一定的关系，可能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

物源或热源。同时，热液型矿表现为品位较富，规模

可达大型，这对于在矿集区找寻大中型多金属矿是

比较有利的。

２．３　元素相关关系

库尔尕斯金铜多金属矿点和叶斯塔什银铜多金

属矿点因含矿种较多，可作为矿集区较为典型的矿

点，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法，对这两个矿点各

６件样品中主成矿元素Ａｕ、Ａｇ、Ｃｕ、Ｐｂ和Ｚｎ做了相

关性分析，结果见表２。

１２２

 
 

 

 
 

 
 

 



　矿　　床　　地　　质 ２００９年　

表２　西昆仑库科西鲁克矿集区主要矿点成矿元素含量及元素相关性统计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犻狀狅狉犲犳狅狉犿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犪狀犱犲犾犲犿犲狀狋狉犲犾犪狋犻狏犻狋狔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犓狌犽犲狓犻犾狌犽犲

狆狅犾狔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狅狉犲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犠犲狊狋犓狌狀犾狌狀

库尔尕斯矿点
狑Ｂ／１０－６

Ａｕ Ａ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叶斯塔什矿点
狑Ｂ／１０－６

Ａｕ Ａ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ＫＥ１ ０．３８ １．８１ ２６５２ ２２１ ８５８ ＹＹ１ １．３６ １３．４７ １１１８ １９７８ ３８６

ＫＥ２ ０．２０ １．１６ １０２０ ２４９ １０１４０ ＹＹ２ ２．５２ ５６．１０ ２０２６２ ３８２４ ５８１

ＫＥ３ ０．５５ ２１．４ １４６００ １４４０ ８１７０ ＹＹ３ １．１９ ４．０９ ３１２ １４５ ９３６

ＫＥ４ ０．７３ ２０．７ １４２０ １８００ ８８２ ＹＹ４ ２．４６ ８．７７ ４３５ ２４８ ３１３

ＫＥ５ ２．７２ ９．７４ ５２７ １７９ ９１３ ＹＹ５ ２．６０ １．９０ ４８９ ３２４ １９０

ＫＥ６ ０．３６ ０．９９０ １０９ １７９ ２６８ ＹＹ６ １．２３ ０．２３ ８１．５ ２５．９ ５９．８

Ａｕ １．００ Ａｕ １．００

Ａｇ ０．１９ １．００ Ａｇ ０．４２ １．００

Ｃｕ －０．１９ ０．６１ １．００ Ｃｕ ０．４４ ０．９８ １．００

Ｐｂ －０．２５ ０．９２ ０．５２ １．００ Ｐｂ ０．３０ ０．９５ ０．９０ １．００

Ｚｎ －０．３６ ０．０９ ０．５０ ０．１２ １．００ Ｚｎ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２７ ０．２４ １．００

　单位为１０－９。测试单位：国土资源部成都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从表２可以看出，不论是库尔尕斯金铜多金属矿点

还是叶斯塔什银铜多金属矿点，都具下列特征：①

Ａｇ、Ｃｕ和Ｐｂ主成矿元素相关性较好。Ａｇ和Ｐｂ的

相关系数在两矿点中分别是０．９２和０．９５；Ａｇ和Ｃｕ

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６１和０．９８；Ｐｂ和Ｃｕ的相关系

数分别是０．５２和０．９０。②Ａｕ和Ａｇ、Ｃｕ、Ｐｂ及Ｚｎ

的相关性均较差。这一特征反映了Ａｇ、Ｃｕ和Ｐｂ主

成矿元素具有一致的成矿阶段，而Ａｕ受后期构造作

用，可能滞后富集成矿。

２．３　矿集区的远景评价

矿集区岩浆活动频繁、时间长，起始于晋宁期，

终止于喜马拉雅期。岩性以中酸性为主，有基性岩

的出露。在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有不少深源岩体

（董永观等，２００３）。这些岩体的大面积出露为寻找

与之相关的多金属提供了先决条件。如矿集区中的

矿床（点）均处于岩体边缘接触带的中元古界（Ｃｈ）和

古生界（ＯＳ）中，且与岩体距离很近，多数为数米至

数十米，最远不过１ｋｍ，这从客观上说明岩体可能

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热源或物源。

古生代以来，矿集区附近发育了近南北向的数

条区域性断裂，它们多成为地幔热流体上升的通道，

如库科西鲁克断裂（Ｆ１）和空巴克断裂（Ｆ２）。库科西

鲁克断裂不仅控制了角闪岩相变质岩的东界，更重

要的是控制着层控型铅锌矿带的展布。空巴克断裂

在区域上控制了加里东期岩浆岩及强构造变形带的

东界，对接触蚀变岩型矿床的分布有着较明显的控

制作用。矿集区各矿点呈近南北向带状展布，主要

分布在库科西鲁克断裂的两侧，与区域构造线方向

一致，大多数矿点赋存在断裂破碎带（库科西鲁克断

裂的次级断裂）的角岩、矽卡岩中，这也说明库科西

鲁克断裂的次级断裂可能为多金属提供了储矿空

间。

矿集区地层变质程度较深，属高绿片岩相（ＯＳ）

和角闪岩相（Ｃｈ）区域变质岩，岩性组合主要为片岩、

大理岩和千枚岩。片岩层理、裂隙发育，为多金属矿

的存储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大理岩的大面积发育为

层控型铅锌矿和矽卡岩矿床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

区域变质作用与成矿的关系表现为温度、压力、

溶液等因素的变化，导致原有的矿床受到改造或使

成矿元素迁移而成矿。如在长城系角闪岩相变质岩

中矿产是比较丰富的，已知的铅锌矿、辉钼矿、磁铁

矿、铜矿及金银矿等，都不排除区域变质作用对成矿

起到初始预富集的作用。库尔尕斯金铜多金属矿点

也赋存在奥陶系—志留系高绿片岩相变质岩中的千

枚岩和变质砂岩中。

综上所述，该区可认为是西昆仑成矿远景区内

西昆仑北缘与侵入岩有关的铜、钼、金、稀有元素成

矿带（董永观等，２００３）的重要成矿区之一。成矿区

内岩浆活动、构造、地层和变质作用等多种成矿地质

条件非常优越，区内已经发现的矿种种类、类型繁

多，矿种齐全，在空间上分带规律明显，矿化相对集

２２２

 
 

 

 
 

 
 

 



第２８卷　第２期　　　　　　　　　 　黄建国等：新疆西昆仑库科西鲁克多金属矿集区地质特征

中，多种信息表明，该区是寻找大中型多金属矿床的

有利远景区之一，同时该区已被有关部门划定为多

金属矿普查重点区。

３　结　论

该矿集区地质构造条件较为复杂，各矿床（点）

矿床类型各不相同，其成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从矿

床地质角度可初步得出下列结论：

（１）库科西鲁克多金属矿集区地质特征表现为

矿种齐全，矿床（点）繁多且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岩

体边缘接触带的元古界古生界变质岩中，呈带状分

布，主要受区域性成矿断裂———库科西鲁克断裂的

控制。

（２）从主要典型矿点成矿元素相关性分析可以

得出结论：银、铜、铅和锌等元素含量具有很好的相

关性，而金与上述元素相关性较差。这一特征反映

了Ａｇ、Ｃｕ和Ｐｂ主成矿元素具有一致的成矿阶段，

而Ａｕ受后期构造作用，可能滞后富集成矿。

（３）从岩浆活动、构造、地层和变质作用等成矿

地质条件分析，并结合各矿床（点）的矿床类型，认为

该矿集区找矿前景良好，非常有利于寻找大中型多

金属矿床。

志　谢　新疆阿克陶县恰尔隆１∶５万区调项

目为论文数据分析提供了资金支持；感谢杨恒书教

授级高工对本文的指导！同时一并感谢审稿人和编

辑部老师的热心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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